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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当设备高效运行守护者，当好企业降本创效推动者

标杆班组是这样炼成的

班组之星G

病痛没有一天放过他，他发明了一种缓解的办法——想工作

工作是最好的治疗
丁玉萍 胡强

5 月 26 日晚上 7 点半，西北油田采油二

厂 12-13计转站 1#外输泵闪停。

经排查是变频器模块损坏导致空开故

障。现在的装置，现场修起来简单：模块一拆

一换，搞定。

可作业人员说：要等明天才能修。

采油二厂采油管理三区安全生产中心主

任张顺邦急了，问：知道停产的后果吗？

原来变频器模块不是易损件，作业区小

库一般不存，厂里大库存，但正好用完了，新

购的一批还在路上呢！

借呀！张顺邦当即和物资设备室高级主

管杨延东碰头，两人分头向兄弟单位求援。

晚上 10 点半，配件到位，断电更换 400A
空开，11点空开安装完成，恢复供电。凌晨 1
点半变频器更换完毕，两点复产。

这是在戈壁深处的作业区，此类作业所

花的最短时间了。

在荒凉的戈壁大漠，令张顺邦最骄傲的，

不是他先后 14次被油田和采油厂评为“先进

工作者”“先进个人”，8 次被评为“优秀党

员”，也不是他的 15项专利，甚至都不是他以

严重的强直性脊柱炎之躯，在 10年前就被医

生建议病退的情况下，至今仍肩负采油区生

产中心主任的重任。

让他骄傲的是，作为生产中心主任，他主

持下的这个方圆 590平方公里，拥有 365口油

气井、9座计转站、1座卸油站、1座配液站的中

石化陆上最大采油管理区，没有因管理失误而

出过重大安全事故，没因突发情况造成停产。

但凡站库施工，无论是现场交底、带班作

业还是完工复检，总能看到张顺邦的身影。白

天跑施工现场，晚上在电脑前审方案、做资料，

零点以后下班回宿舍是他的常态。

4 月，塔河油田处处风沙弥漫，管理三区

外输气管线清扫作业期间，张顺邦早出晚归，

在几个大站间来回奔走，饿了就在指挥车里

简单吃几口。只用三天半时间，高效完成了

7 条外输气支线和 10-4 计转站至二号轻烃

站干气主管线清扫任务。

没人知道在一个蹒跚步态里，在一瞬皱

眉间，他所忍受的疼痛是多么难以承受，也

没人知道那些痛醒之后的漫漫长夜是如何

难熬。

病痛没有一天放过他。他发明了一种缓

解病痛的办法——想工作，琢磨事儿。

这一琢磨，他竟琢磨出电动注脂泵、清

洗过滤器装置、涡轮风扇拔轮器等 13项国家

专利。

生产现场注脂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一个

组一天只能完成 3口井，人车占用多，注脂时

间长、费用高、量不准、强度大。

有一天，他从背痛中醒来，睡不着了，他

开始想能不能用个电动装置来带动注脂泵，

可是规范的井场没有接电的地方。他经过近

1 年的潜心研究，发明了一种效率高、成本

低、计量准、劳动强度小的太阳能电动注脂

泵，节约人工、材料、车辆等综合成本 730 万

元。该技术已在油田推广应用，一年可降本

1800万元。

今年，10-4计转站加热炉进口汇管与生

产旁通根部腐蚀穿孔，考虑到计量汇管运行

压力较低且漏点为沙眼，他灵机一动，用铸工

胶对漏点进行封盖，成功堵漏，节约费用约 2
万元，此妙方在其他站点推广。

怕他累着，领导和同事们心疼地劝他，注

意身体。他说，工作就是治疗，比药都管用。

10 多年过去了，大家不得不承认，他这

种治疗，还挺有疗效的。

刘笃仁 焦楠

“这两天下了雨，变电所院内雨水聚到渗水井里，水

位变高了，得往外抽抽。”5月 26日，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

有限公司新乡供电段月山变电所门口，值班员李有房正

在忙着摆弄抽水带。他捋顺抽水带，通上电源，抽水泵就

开始工作了，“哗哗”地向外排水。

熟悉李有房的人都知道，这是个十分“会过日子”的

人。今年 9月将退休的他，有蚂蚁的腿、蜜蜂的嘴——闲

不住，喜欢琢磨研究点小发明，做点修旧利废的小革新。

一次他在巡视时，发现交流电源柜内有个长明灯，马

上拿出万用表和验电笔对线路进行检查,发现是照明闭

锁开关状态不良所致。原因找到了，接下来呢？任其长

明，造成浪费；强行闭灯，又不利于设备监护。李有房在

所里转了两圈，突然想到，本所大修时撤换下的废旧综自

盘还没拉走。他立刻将旧盘上的照明闭锁开关拆下来，

更换到交流电源柜，问题解决了。接着，他又将 40W 照

明灯换成 3W 的节能灯，“能省一度就省一度”。

所里的不锈钢电热水壶不加热了，李有房检查后发

现是底座连接的铜片变形造成接触不良，维修后又用了

两年多。他利用运送电气设备的外包装木板，对宿舍的

4个木床进行了修缮。室外配电箱的多处锁具由于风吹

日晒造成损坏无法正常使用，李有房维修后恢复了正常

使用。刷漆用的毛刷、印制设备编号的镂空字模板每次

使用后，李有房都会用稀料清洗干净，以备下次再用，清

洗后的稀料也会留下用于调漆。一套镂空字模板，他竟

然用了近 4年。

看似微不足道的点点滴滴，自带力量，值得尊重。

变电所大门外，是晋煤外运的大通道——太焦线。

此时，一趟满载货物的列车正借助从变电所输出的平稳

电能隆隆驶过。

“会过日子”的有房

应急演练

张传武

在中国能建葛洲坝钟祥水泥公司生产一

线，有一个由 28 名精锐人员组成的团队：他

们头戴安全帽，脚着防扎鞋，身上时常沾满油

污，脸上往往挂着汗渍。他们就是公司标杆

班组——生产管理部维修班。

成立8年来，维修班的成员虽然有变化，但

这个标杆班组勇当设备高效运行守护者、当好

企业降本创效推动者的职责与信条始终没变。

“取消外包，我们上”

今年 3 月，维修班在 1#线维修时遇到一

件棘手旳事，即更换高温风机百叶阀。

百叶阀的主要作用是对高温风机排出的

气流量进行调节以及启闭控制，这对正常生

产至关重要。经过 10多年的运行，百叶阀的

部分叶片损坏，功能减弱。安装在风机出口

的百叶阀直径达 3.75米，重达 4吨多，距离地

面约 20米，与其上端相连的同直径管道高 40
多米、重 30余吨，倘若在更换时处置不当，后

果不堪设想。维修班首次接到这个任务，挑

战来了。

为降低维修风险，公司决定将此项任务

进行外包。外包单位技术人员现场查看后，

拟出一份耗资数万元的施工方案清单。见此

情形，维修班负责人代方平主动请缨：“取消

外包，我们上！”

拥有 10 多年维修经验的代方平与同样

经验丰富的一班班长马华平反复研讨后，制

定出一个既简单又安全可靠的更换方案。他

们先是搭建操作平台，在阀门上部焊接固定

支架，接着在阀门的进出口管道焊接三组对

称支点，再将支点用角钢支撑连接，让整个阀

门处于悬空保护状态。如此一来，复杂的更

换工作就变得清晰明了。

从搭建脚手架到更换完成，前后耗时 5
天，仅花费了吊装阀门的费用。同时，由于三

组支撑永久性设置这一“神来之笔”，为后续

的更换与维护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像这样的事，在维修班经常遇到。“目前

市场形势严峻，我们多付出一点，企业就可以

少支出一点。”代方平说。

“维修人眼中没废品”

在维修班，有一句话被奉为圭臬：“维修

人眼中没废品。”日常更换下来的一些设备部

件、损坏的物料输送料斗、拆除的挡护铁板

等，总能找到新用途。

设备工王新亮调到维修班将近 5 年，多

数时间都在修修补补。仅今年一季度，他们

就修补物料输送料斗 120 多个，节约成本 10
多万元。

“班里总是力争把每块铁板、每个零件，

哪怕每根焊条的作用都发挥到极致。”王新亮

说，“我们把更换下来的设备按型号进行分

类，化整为零，从中挑选、拆卸可以利用的零

件，通过‘张冠李戴’‘器官移植’等手段，让许

多‘下岗’的零部件重新上岗发光发热。”

在日常工作中，维修班尤其注重下料方

案的设计，做到精准下料、合理用料，减少边

角料的产生，让每一寸铁板都发挥效益。

维修“躬人”与“钢铁战士”

每年设备检修时，2#线生料 V 型选粉机

前后的进料和出料管道是必修项目，也是维

修难点。

难的并非技术，而是工作环境。进料和

出料管道都是高约 80厘米、宽约 70厘米的长

方体，管道的底部和两侧设有防冲击挡板和

护板，更换时必须钻入孔内作业，振动扬起的

粉尘与焊接产生的热量、烟气混杂在一起，让

人一进去就一身泥水。

“更难受的是人在里面施展不开，有力用

不上，只能前俯后蹬，就像一个‘躬’字，大家

都戏称自己是维修‘躬人’。”曾多次参与检修

的维修工马朝辉笑着说。

比起维修“躬人”，“钢铁战士”则更胜一

筹。也就是夏季大窑高温检修。“那才是考验

耐力和技术的时候。”二班班长罗国彪讲起去

年夏季他们更换回转窑垫板和挡板的情景。

高近 20米的回转窑窑体表面为圆弧形，

作业面小、危险性大、质量要求高。虽说有遮

阳顶篷的庇护，窑筒体表面温度仍在 50摄氏

度以上。站在上面，热浪一阵阵地往身上涌，

感觉要被烘干一样，体质稍差的人待不了几

分钟就头昏脑涨眼发花。

“当时就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哪儿都不好

落脚，在哪儿都热浪袭人。俯着身子焊接时，

汗湿的衣服很快就烘干了，要是没有‘钢铁战

士’的意志和过硬的技术，根本就不用上去。”

罗国彪说。

在 4 天的时间里，“钢铁战士”们在烈日

的“烤验”下，凭着一腔热情和一份责任，将损

坏的垫板和块挡板全部剔除，又将新板安装

焊接到位，确保了生产的正常运行。

5月28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南沙河倒
虹吸防汛抢险综合应急演练在河北邢台举
行。这是维护南水北调工程安全、供水安
全、水质安全的务实举措，也是进一步总结
去年海河“7·23”流域性特大洪水应对经验、
提升防汛抢险能力的一次实战检验。

随着指挥长一声令下，各支应急抢险
队伍迅速开展各科目模拟险情应对处置工
作，全力实施铅丝石笼防护、月堤及装配式
围井修筑、临水侧子堤抢筑、35kV线缆解除
等一系列抢险措施。

图为在演练科目渗流抢护中，抢险队
员用沙袋压重覆盖渗流部位的土工布。

本报记者 蒋菡 摄

旧物利用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冬瓜山铜矿充填区秉承“淘汰不丢

弃、旧物再利用”的节支降耗理念，将换下的废旧线缆翻新，
用于拴系标志牌、绑扎线缆及风水管。图为维修班成员将废
旧的巷道照明线剪切用于吊挂各类管线。 汪为琳 摄

邱高军 安慧翔

“每年汛期，只要柳江铁桥上游一涨水，我的心就得

跟着提起来。”从业 40 余年的铁路桥梁高级技师邓强担

忧地看着眼前屹立在泥黄色江水中的柳江铁桥。而他身

旁 25岁的刘新祺，脸上却表现出几分庆幸：“看着柳江铁

桥下的水情，今天会有收获。”

5月 13日早晨 7点半，在邓强的带领下，一队穿着显

眼橘黄铁路作业服的桥梁“守护者”缓缓朝着柳江铁桥

10号桥墩走去。“这座桥墩上有画好的水位标尺，每年下

大雨，我们都要安排专人瞭望水位标尺，时刻掌握水位变

化。”邓强向身后小心翼翼捧着柳江铁桥智能水位监控预

警装置的刘新祺介绍道。

2021 年毕业于上海海洋大学的刘新祺虽然刚入职

就进入柳江铁桥旁的车间工作，却因为种种机缘，一直没

有太多机会能像今天一样和柳江铁桥这么“亲密接触”。

“我记得两年前，有一次防洪巡检走过铁桥时，听老

师傅念叨说每次大雨总要靠人时时刻刻监控水位变

化，那时候我就突发奇想，要是有什么办法能让大桥自

己说话就好了。”刘新祺边走边说着他研发这套装置的

起源。

不一会，众人走到了那座印有水位标尺的桥墩上方，

翻开检查井盖板。通过狭窄的检查井，刘新祺和邓强在

狭小的墩顶空间里佝偻着身子将预先制作好的脚手架牢

牢地绑在作业通道底部支架上。

“我坐稳了，可以下降，”刘新祺再三确认脚手架和身

上安全装置的牢固。在邓强和工友们的紧密配合下，脚

手架载着刘新祺开始沿着垂直的桥墩缓缓地下降，直到

临近江面。刘新祺将水位预警感应器没入水平面，不一

会，桥上的预警面板上“水位预警”四个字连着预警提示

音一同出现。

“江水碰到水位感应器就示警的话，会不会有很多错

报啊？”回到桥面的第一时间，邓强就向刘新祺问道。

“我们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洪水一般是由泥沙混杂

着江水构成，电阻大，所以感应器对水的电阻有相关设

置，平时干净的江水即便时不时触到水位预警感应器，也

不会导致频繁示警。”刘新祺拍了拍邓强的肩膀说道。

“尽管还有像感应器连同整个预警装置的外观、感应

器电阻值设定等项目需要改进完善，但今天，我们成功地

听到了大桥第一次‘开口说话’。”刘新祺兴奋地说。

刘新祺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他们团队会让更多桥梁

“开口说话”。

让大桥“开口说话”

班组现场G

党春艳 杨森林

“宋哥，今年儿童节又要去哪里做公益

啊？”在检修现场休息间隙，小李笑着打探老

宋的安排。

“群里已经发通知了，31 日篮球城集合，

今年去济源市坡头镇第三小学。”老宋乐呵呵

地回答。

“宋哥”本名宋应军，入伍 5 年后，他退

役来到河南豫光金铅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穿

上蓝色工装，现在是一名脱硫工。

202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宋应军看到了

济源市丫头爱心公益组织发出的一个活动公

告，了解到山区的留守儿童和身边孩子们过的

“六一”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跟着爷爷奶奶

生活，还有的独自一人生活，他们的“六一”没

有礼物，没有父母的陪伴。

宋应军心里五味杂陈，希望能贡献自己的

一份关爱。

那次，他和几个志愿者走进山区，来到校

园，为孩子们送上玩具、零食以及学习用品和

防暑物资，还和他们谈心。当看到孩子们脸

上绽放的灿烂笑容时，宋应军这个糙汉子心

里有了最柔软的触动。

后来，宋应军加入了济源市丫头爱心公

益组织，成为一名真正的志愿者。每年“六

一”，他们都会到偏远的学校，对留守儿童开

展关爱行动。今年春天，宋应军被评为“济源

市优秀志愿者”。

脱硫工宋应军的“六一”

本报记者 张翀 本报通讯员 贺勇 龚靖

“加 0.5毫米，减 0.3毫米，加 0.2毫米……”

0时 30分，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麻城

工务段麻城北客专线路车间麻城北维修工区

班长李山手握横式数显测距尺，对合武铁路上

行710公里至711公里线路进行“一枕一量”。

李山所在工区有职工 28 人，平均年龄

35 岁，担负合武铁路 158.81 公里正线和 25
组道岔的维修养护工作，先后获得全国铁

路“火车头奖杯”“五四红旗团支部”等荣

誉。2024 年，这个工区被授予全国工人先

锋号称号。

这个工区突出“战斗单元”作用，采取

“集中修、机械修、专业修”+“方案修、精准

修、区域修”的作业模式，将两根钢轨间的距

离控制在 1435毫米加减 0.5毫米范围以内。

“这里的轨距 1毫米，需要调整。”工长李

小龙正指挥青工董腾更换轨距块。董腾蹲在

钢轨旁来回调整轨距块，并用锤子固定位

置。更换轨距块看似简单，实则不易。为了

控制在“0.5毫米”以内，他有时需要反复调整

三四个轨距块。

去年入路的青工陶政宇也不甘示弱，

紧随其后，麻利地复紧扣件。在 1000 米的

高铁线路上，松扣件的、精调轨距的、复紧

扣件的，展开了一场你追我赶、不相上下的

劳动竞赛。

“这把横式数显测距尺是我们创新攻关

的成果，解决了夜间看不清刻度的难题。”李

山说。这个工区成立朝阳 QC 小组，大力开

展技术创新、联合攻关活动，让职工的聪明才

智得到发挥、各项能力得到展示。合武铁路

开通 15 年来，这个工区开展创新攻关 25 项。

其中，QC 成果“高铁钢轨弯曲测量装置-棘

轮弦线”申请国家专利。

凌晨 4 时许，20 名职工激战 4 个小时，完

成线路精调 1000米，更换轨距块 300多个，轨

距全部控制在 1435 毫米加减 0.5 毫米以内。

他们回到工区时，已是晨曦微露。

与0.5毫米较劲的班组

金牌班组G


